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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閱會」與香港三聯書店舉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又開始
了，今屆比賽延伸至台灣及澳門，比賽主題為「發現」，主辦方邀
請十位來自兩岸四地的重量級人物擔任評審，包括作家王安憶、演
員張艾嘉、導演黃修平、新媒體藝術家朱力行、插畫家鄒駿等。
新地執行董事陳國威表示︰「今屆，我們進一步將比賽擴展到兩

岸四地，歡迎兩岸四地的青年朋友參加，令年輕作家創作比賽成為
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創作舞台。」初選入圍的參賽者將接受評審的一
對一創作指導，深入了解創作角度、內容鋪排和市場需要。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自2006年起，成功扶助33位年輕人出版首部個
人作品。當中，很多得獎作家繼續其寫作路，出版新書，而不少得
獎作家也投身寫作及出版等相關事業，成績令人鼓舞。
比賽形式多樣化，作品可包括虛擬小說、童話故事、真人真事記

錄、旅行隨筆、繪本、相片集、舞台劇本等，詳情可瀏覽臉書專頁
www.facebook.com/youngwriters4。

由國家圖書館主辦的第九屆文津圖書獎早前正
式揭曉，《陳獨秀全傳》、《大數據時代》、
《獨立知識分子》、《愛的歷史》、《工廠女
孩》、《自然筆記》、《信息簡史》、《創新的
啟示》，以及兒童讀物《愛哭鬼小隼》、《老鼠
養了一隻貓》等十部書上榜。
是次獲獎書目中《陳獨秀全傳》最受關注。陳
獨秀的是非功過及歷史評價，長期以來眾說紛
紜，作者唐寶林數十年來，以獨立的精神和知識
分子的良知，克服種種困難推出這部心血之作。
他用大量的史實資料，回答長期以來圍繞着陳獨
秀的種種問題和疑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陳獨
秀。唐寶林表示，這本書的出版預示着又一次思
想的解放，十八大以來中國正在開啟一個新的時
代，每個人都有可能實現過去不敢想像的中國
夢。
此外，本屆獲獎圖書中還有像《大數據時代：
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這樣細緻分析互聯
網、社交網絡、電子閱讀改變人類生活的作品，
亦有真實記錄工廠女工青春故事的《工廠女
孩》。在獲獎的少兒圖書中，《愛哭鬼小隼》意
在讓孩子們懂得「玩就是最好的學習」。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第十一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
撰寫的《創新的啟示：關於百年科技創新的若干

思考》亦獲今年的文津圖書獎。路甬祥表示，提
升國民科學文化素質最好的途徑就是讀書。
頒獎儀式上，國家圖書館首次推出「又見文

津」有聲讀物。「又見文津」集萃了文津圖書獎
第一屆至第八屆獲獎圖書專家書評，旨在用美妙
的聲音為廣大盲人傳遞書香，引領更多人走進知
識殿堂。
同時，國家圖書館還推出「文津閱讀」微信公
眾號，將以「每日一書」的形式，推送歷屆「文
津圖書獎」獲獎作品及推薦作品。海內外讀者均
可通過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裝置訪問「國家圖

書館數字圖書館移動閱讀平台」以及「又見文
津」專題閱讀欄目。在原有四萬餘冊圖書的基礎
上，該平台近期又新上線五百餘種數字期刊雜誌
及二萬餘冊優質中文圖書，讀者可免費閱讀部分
歷屆文津圖書獎的獲獎和推薦圖書全文及其他新
增電子資源。
國家圖書館館長韓永進表示，閱讀的力量就是

國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希望文津圖書獎能夠
引領一個時代的閱讀風尚，讓優秀圖書走進每一
個人的生活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現代都市人遇到煩惱，除了借酒消愁或找朋友傾訴外，愈來愈流
行找心理治療師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困難。英國《衛報》最近訪問了
幾位心理學專家，剖析了現代人面對互聯網新世界的心理狀態，反
映人類社會愈進步煩惱愈多。
心理治療師最常見的個案有：

一、工作沒保障
特別是中年人，擔心職位不保，前景不明朗，入不敷出。一位專

家說，他從事心理治療逾二十五年，從未遇過如此多人擔心家庭經
濟問題。就算在二零零八年發生經濟恐慌，情況也不及目前這麼惡
劣，令打工仔憂心忡忡。
朝不保夕的心理壓力，導致許多人訴諸家庭暴力、酗酒和吸毒。

二、男女關係複雜
愈來愈多人同居不結婚，一腳踏兩、三船（劈腿），多角關係糾

纏不清。
從事心理治療師四十一年的森繆舉例，有一名男病人與雙性戀的

女朋友同居多年，某日她帶回一女伴同住，但不許他碰新女伴。男
的極之憤怒，認為不公平，心理不平衡。
森繆認為，男性在處理複雜感情方面，比女性更加脆弱，男病人

的數字也更多。
三、沉迷淫穢色情網
最常見是二十多歲男青年，每日必登色情網。部分網站更是由女

朋友介紹或傳遞，她投其所好以討男友歡心。結果男朋友自瀆多過
做愛，在沮喪、壓力加上恐懼下，惟有求助於心理治療師。
其中最嚴重的個案是沉迷兒童色情網。心理專家批評，這是新科

技發展所帶來的惡果。
四、婚姻關係破裂
性別不同，處理婚外情的手法也有異。丈夫被妻子發現婚外情

後，通常會求助心理治療師指導如何挽救婚姻；相反，妻子通常希
望治療師幫她去結束婚姻。而且，女性較冷靜（絕情），擅於自我
反省。
如果丈夫原本職高薪厚，突然遭解僱，同樣很容易導致婚姻破

裂。妻子見丈夫賦閒在家，惡言相待，認為他一無是處，傷害他自
尊心。
心理學專家認為，美滿婚姻須依賴男女雙方的文化背景、能否同

甘共苦和對生活一起作出適應調整。
五、外表形象
城市人的「警覺性」很高，男的擔心自己頭髮日漸稀疏，女的憂

慮體形日漸肥胖。他們偶然放鬆警覺，但是一打開電腦，形形色色
的增髮水或減肥藥廣告充斥網上，令他們苦惱不堪。
心理專家認為，互聯網世界對人類造成「恐慌」，面對這種壓

力，避無可避只得求助於心理治療。
六、互聯網文化
人類活動增加了透明度，例如通過Facebook 或Twitter，可以追蹤

或窺探別人的生活。一旦「追蹤」上癮，就成了病態，需要心理治
療。
專家舉例，某些男女分手後，女的依舊通過Twitter日日追蹤前男

友動向。若男方去「浦」夜店，女方依然傷心，認為男方把她忘得
一乾二淨。
專家說，從前沒有互聯網時，女方若要偵查男的行蹤，可能要埋

伏他家門附近追蹤。現在太容易了，打開電腦就一目了然。結果，
科技世界帶給人類更多
痛苦。
心理治療專家認為，

生活上遇到問題須盡快
解決，一旦延誤，會變
得一發不可收拾。他以
青蛙為例，將青蛙放進
沸水裡，青蛙懂得立刻
跳出來；若將青蛙放進
冷開水裡，慢慢煮熱，
青蛙不虞有詐，慢慢地
適應水溫，最終被煮
熟。

現代心理病
文：余綺平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啟航

文津圖書獎揭曉
《陳獨秀全傳》等十部圖書獲獎

林則徐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是極為巨大的，他
與香港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因為奉行禁煙政
策，英國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直接導致了香
港被割讓給英人，從而開始了本港的英治歲月。
另一方面，林則徐也是早期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
驅，能夠明悉世界大勢與中國的處境，其強國思
想，直到今日都具有無限的借鑑意義。

禁煙，不止在虎門
澳門的林則徐紀念館，其古建築舊址，是如今
依舊香火旺盛的蓮峯廟。這座傳統意義上的道教
廟宇，和林則徐的淵源際會，源自1839年。林則
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與當時的兩廣總督鄧廷
楨，前往廣東辦理禁絕鴉片的事務。而蓮峯廟，
便是當年林則徐行駛中國國家主權象徵的駐節
地，他在這個地方進行了代表國家統一與完整性
的巡閱。
林則徐不僅僅在廣東一帶進行禁煙，也將清廷
的政令帶進已經被葡萄牙人實際控制的澳門。在
澳門，林則徐以國家主權象徵的高度，對葡萄牙
管理澳門的當局「宣佈恩威，申明禁令」，在蓮
峯廟接見澳門的葡國官員，除了大力推動禁煙措
施之外，更使葡萄牙人在林則徐的凜凜大義面
前，宣佈於中英兩國的鴉片貿易爭端中嚴守中
立，成功挫敗了英國試圖以澳門作為侵略中國據
點的企圖。由此可見，林則徐的禁煙足跡，並不
僅僅在國人傳統認知的虎門，更擴展到他力所能
及的一切地方。
林則徐巡閱澳門的歷史意義，在於面對主權與
國家利益的毫不退縮與堅定勇敢。如今，港人、
內地同胞於澳門遊樂，甚少關注這些與本土歷史
變遷相關聯的人文地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時代
的警號。

開眼看世界
紀念館陳列的資料顯示，林則徐在澳門，並非
是「空談誤國」，而是「實幹興邦」。巡閱澳門

期間，林則徐積極利用澳門聯結世界的口岸位
置，以澳門為窗口，組織翻譯了各個國家的新聞
報刊，彙編而成《澳門新聞紙》和《澳門月
報》，打開中國人的眼界，也加深中國人對世
界、特別是經歷了產業革命洗禮的歐洲列強的認
識。同時，他也組織人手譯成了《四洲志》等書
籍，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開眼看世界」和「向西
方學習」的第一人。
不僅僅是文明開發、近代啓蒙方面的貢獻，林
則徐對於國家可能遭遇的戰爭危機，也有深刻的
認識。他通過澳門，購置了不少歐洲國家製造的
包括大炮在內的武器，搜集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
的軍事動態，並向來到廣東的西方國家人士闡明
中國禁煙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透過
一系列的努力，林則徐積極整軍備戰，
在廣東沿海建立具近代化色彩的海防與
軍事力量。令人扼腕歎息的是，隨着後
來林則徐的職務被簽訂《穿鼻條約》、
割讓香港島的琦善接替，林則徐的近代
化努力也歸於失敗。這不得不說是中國
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巨大的時代悲劇。

歷史的啟示
澳門林則徐紀念館展出的資料證明，

林則徐是一個偉人，面對來勢洶洶的西
方列強，面對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他
並非空喊口號，而是深明大義，從小處着手，力

圖一點一點地將國家帶入近代化的進程中，放下
身段，謙卑地學習外部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與人
文內涵。
林則徐堅決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

卻沒有走上非理性的排外主義極端。他在大力倡
導禁煙的同時，也倡導與外國進行合法和平等的
貿易。不僅如此，最發人深省的一點是，林則徐
能夠跳出國族的界限，站在人類文明與公理的高
度，翻譯和介紹了大量有關西方國家反對大煙貿
易的書籍與文字，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和胸懷處理
禁煙問題。此超凡氣度，值得後人永遠景仰和學
習。
在澳門懷古林則徐的往昔，既是對中國歷史的

梳理，也是對香港、澳門世紀滄桑的回眸。如
今，港澳的一些文化學者甚至青年學生，高談
「本土」文化、「本土」歷史。那麼，林則徐的
這段澳門歲月、與香港的淵源，自然而然也應該
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澳門林則徐紀念館
記錄一個時代的滄桑
澳門半島的舊城區，被整體性納入聯合國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範疇中。但在不少人眼中，澳門半

島的舊城區，只是一個「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賭

城，充滿着紙醉金迷的特質。然而，在澳門，你

能尋覓到很多與歷史有關的古蹟和人文景點。這

其中不僅有西洋文化的交錯，更有中國近代史的

滄桑。今年的6月3日，將是虎門銷煙175周年的

紀念日，而位於澳門罅些喇提督大馬路的林則徐

紀念館，雖然在街邊的樹蔭之中，但林則徐的雕

像依舊顯得傲然挺拔。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葡澳官員拜見林則徐的浮雕。

■蓮峯廟與林則徐淵源深厚。

■■林則徐像林則徐像。。

■文津獎頒獎禮現場。

■唐寶林撰寫的《陳獨秀全傳》。

■■求診心理治療師的個案與日俱增求診心理治療師的個案與日俱增。。

■由黃修平 (左) 和李峻一等組成的十人星級評審團，會為初選入
圍的參賽者，提供一對一創作指導。

■■紀念館中展現與英軍作戰的畫作紀念館中展現與英軍作戰的畫作。。


